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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香港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與節目品質管理」 
 

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鍾庭耀 

 

 
鍾庭耀發言要點（此乃初步提綱，一切以鍾庭耀在論壇上的發言為準） 

 

(1) 緒論 

 

▪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不單是電視業界的問題，而是關乎提升整個社會生活質素的問

題，是一個前瞻性的問題。 

▪ 欣賞指數的概念和調查方法適用於各種不同社會，而香港電視節目欣賞指數所累積

的數據和經驗，對華人社會的電視製作應有很高的參考價值。 

y 「香港經驗」包涵學界、業界、與公營廣播機構之間的互動關係，屬於多層次、多

角度的經驗。 

 

(2)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在香港的發展過程 

 

▪ 多年來，香港的媒體生態一直由市場主導，電視節目製作的方向和節目安排，都是

以節目的收視率為主要指標。 

▪ 香港電台屬於公營廣播機構，製作方向比較超然。1989 年 4 月開始，香港電台的

節目可以在兩間本地免費電視台的固定黃金時段播放。香港電台於是開始尋求能夠

更加準確探討觀眾對電視節目質素的另類指標。 

▪ 1991至 1997年間，香港電台共委託商業市場調查公司進行了九次電視節目欣賞指

數調查，但都是集中在黃金時段播出的節目。 

▪ 1998 年，香港電台銳意擴展欣賞指數調查的規模和公信力，邀請了一些學者、廣

告界人士和各電視台的代表組成「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顧問團」，獨立釐定問卷

內容、調查方法和節目範圍，然後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執行有關調查。 

▪ 同年起，調查範圍也由過往只限於黃金時段內播放的節目，擴大至涵蓋所有時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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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製作節目，但不包括重播、配音、體育、外地製作本地包裝及帶宣傳性質的節

目。1998 年的調查只涵蓋無線電視及亞洲電視播放的經常性本地製作節目，1999

年起，調查的範圍擴展至有線電視播放的本地製作節目。至於調查的頻密程度，則

由過往每年年底舉行一次增加至 1998年三次，和 1999年起每年四次，即每季一次。 

▪ 2001 年 1 月 4 日，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顧問團在香港理工大學主辦「電視節目

欣賞指數研討會」，由香港電台、電視廣播有限公司、亞洲電視、香港有線電視有

限公司、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、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、香港中文大學新聞

與傳播學院協辦，贊助機構有香港廣告商會、香港廣告客戶協會、實力媒體。 

▪ 2001 年 3 月，由蘇鑰機、鍾庭耀編寫的《電視節目欣賞指數：香港經驗》出版，

全書共 203頁。 

 

(3)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的調查方法 

 

▪ 1998 年起的所有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，都是採用同一方法。所有調查都是以電

話訪問形式進行，訪問對象為 9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。調查首先以隨機方法

從住戶電話簿中抽取部分住戶電話，作為「種籽」號碼，再用加一減一加二減二的

方法，產生另一組號碼混合使用，然後在過濾重覆號碼後，再以隨機排列方式混合

成為最後電話樣本。入戶後，訪員再以「出生日期」抽取一人進行訪問。 

▪ 每個次調查的節目名單，都是交由「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顧問團」於調查前商議

確定。由於每次訪問的節目繁多，為了避免問卷過於冗長，調查時採用了兩組分拆

問卷同步進行，而每組問卷的樣本總數都在一千以上。統計結果亦會根據香港政府

人口統計結果，按照年齡及性別的分佈「加權」調整，以增加調查樣本的代表性。 

▪ 「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顧問團」在每次調查結果公佈之前，都會舉行會議，審閱

調查報告，和決定發放安排。一般而論，調查結果都會在季度結束後兩個月內公佈

結果。全年總結兼頒獎典禮則通常會在三月舉行，由香港電台獨力安排。 

 

(4) 欣賞指數如何影響節目管理？ 

 

▪ 經驗顯示，「時事及公共事務」節目的欣賞指數通常比其他種類節目高企，接著是

是「資訊」節目，然後是「娛樂」節目。 

▪ 綜合長期調查的結果，可以把優質節目分成「長期優質時事資訊節目」、「類近長期

優質時事資訊節目」、「優質長篇劇集」、「優質短篇劇集」、「優質遊戲節目」等等。 

▪ 八年以來，不少節目的成功之道值得分析，包括「鏗鏘集」、「新聞透視」、「星期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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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檔案」、「尋找他鄉的故事」、「傑出華人系列」、「百萬富翁」、「新聞報告」、和一

些廣受歡迎的劇集。 

▪ 近年發展，年終回顧節目亦開始變成大眾歡迎的優質節目。 
 

(5) 「香港經驗」帶出來的問題 

 

▪ 如何平衡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由公營廣播機構發起的利弊？ 

▪ 如何增加欣賞指數對製作人及廣告商的參考價值，和欣賞指數的市場價值？ 

▪ 欣賞指數調查應否涵蓋外地製作、重播、配音、體育節目等？ 

▪ 如何把欣賞指數的概念推廣到其他影藝事業的範圍，包括電影藝術、廣告製作、電

台節目、和表演藝術等？ 

 

(6) 總結：如何讓「香港經驗」在華人社會開花結果？ 

 

▪ 要結合不同社會的特性，包括各地社會獨特的經濟、政治和生活文化，尤其是公營

和私營廣播機構在各地所扮演的角色。 

▪ 要凝聚和協調學術界、傳播界、廣告界和研究界的共同參與，建立欣賞指數調查的

公信力和認受性。 

▪ 欣賞指數的概念，可以適用於受眾調查，亦可以伸延至專業評審和國際盛事。 

▪ 兩岸三地的學界和業界應該加強交流合作，建立共同的調查方法和獎勵制度，帶動

華人社會的優質製作，優化所有華人社會。 

▪ 希望明年的上海電視節會有「最佳電視節目欣賞指數」的獎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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